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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日前做客国家大剧院艺术普及品牌栏目“走进唱片里的世
界”，通过讲座、表演搭配展览等方式为戏迷展示了京剧艺术的魅力。活动现场，梅葆玖
带领观众一起聆赏梅兰芳先生于1931年演出的《霸王别姬》原声黑胶老唱片，重温一代
宗师的绝代芳华。展览区还首次展出了梅兰芳录制的《玉堂春》《生死恨》等老唱片及其
生前穿过的6套珍贵戏服。梅葆玖将专门带来的一套珍藏版梅兰芳彩胶唱片和一台“限
量版”古典留声机赠送给国家大剧院，表达对大剧院弘扬民族艺术的支持。

（王觅/文 王小京/摄）

第六届南锣鼓巷戏剧节的首部参展剧目、太原市话剧团出品的抗日谍战解密题材话剧

《谍杀》日前在首都剧场上演。与时下众多抗日雷剧不同的是，该剧取材自真实的历史事件。

“这是一段寻找回来的记忆。用话剧这一艺术形式将它呈现出来，让人们特别是年青一代记

住这段沉痛的民族记忆，是我们的责任。”该团团长韩林说。

该剧由军旅作家沉石的同名原著改编而成，他同时也担当了该剧的编剧之一。为了完成

这部作品，沉石前后用了5年时间，多次去武乡王家峪八路军总部旧址、左权麻田八路军总

部纪念馆等地采风，70多年前发生在山西的真实历史被还原，并于2011年才首次对外公布。

沉石表示，虽然为了更符合舞台剧的演出要求，而对自己的原著做了不小的改动，但全剧的

基本脉络依然有据可依，剧中的主要人物都有相应的历史原型，足以为观众提供一段真实可

信的历史故事，同时也揭示出了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

“这个选题本身就带有很大的纪实性，所以历史本身的语言已经足够精彩和撼动人心，

不仅唤醒了戏剧人的记忆，同时也唤醒

了整个民族的记忆。”该剧导演王延松

说，刚刚接手本剧，他就作出了大胆的规

划与设计，在历时 40 天的排练后，呈现

出了一个“大剧范儿”的作品。在太原首

演时，抒情大气的舞美设计甫一亮相就

给予了观众极大的震撼——巨幅纱幕

上，敌机盘旋、子弹飞梭，手工绘制的巨

幅画幕将太行山秀美壮观的风光淋漓尽

致地呈现出来。据介绍，在首都剧场演出

之后，《谍杀》将进行全国巡演。（余 非）

话剧《谍杀》：一段真实可信的抗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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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青年戏剧人汇聚上海，展现五年来创作累累硕果——

“中国戏剧的未来是你们的”
□本报记者 徐 健

5 月 23 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3周年的日子里，由中国

剧协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全国青

年戏剧创作会议在上海举行。这是全国首次举办

的以青年戏剧人才为主体的全国性戏剧会议，也

是全国青年戏剧创作高端人才研修班 5 年来成

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为培养优秀的青年戏剧创作

人才，推动中国戏剧事业的整体发展，中国剧协

联合上海戏剧学院、上海市文联、上海市剧协等

单位，自 2011 年以来举办全国青年戏剧创作高

端人才研修班，先后开设了戏剧编剧、导演、音

乐、评论和舞美 5 个专业研修班。参加研修的学

员近 300人，均为年龄在 45岁以下、来自一线的

创作中坚，涵盖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的全国 30

个省市、解放军及十余所高校。对于 5 年来的成

绩，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季国平表示，显示了青

年戏剧工作者可嘉的创作实力，达到了促进戏剧

创作繁荣的目标追求；而此次全国青年戏剧创作

会议，可以看作“是全国青年戏剧队伍的一次会

师，也是中国戏剧创作力量的一次集结，更是中

国青年戏剧人才文化担当的一次动员和新的出

征”。

心中满满的都是正能量

“世纪转换之际的当代舞台艺术，尤其是民

族传统戏曲，曾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被动局面，

市场的挤压、观众的萎缩、人才的凋零，都使得戏

曲艺术的发展变得步履维艰。这其中，优秀青年

创作人才的匮乏，特别是某些门类专业人才的断

层，更使人忧心忡忡。”中国剧协主席尚长荣表

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剧协与上海戏剧

学院在2011年一起创建了全国戏剧创作高端人

才研修中心。5 年来，该中心依托中国剧协的组

织优势、专业优势，调动了各方面的参与热情和

专业资源，着重展开了面向未来的人才培训基础

工程。设置的 5 个研修班，所针对的都是当前戏

剧最基础的门类与后续人才最缺乏的专业，关注

的也是近年来制约和影响戏剧艺术最突出的问

题与环节。为了给学员们提供最优质的教学资

源，研修班共聘请了百余位作家、艺术家、学者担

任导师，其中，作家有王蒙、王安忆、毕飞宇等，剧

作家有郭启宏、孟冰、郑怀兴等，导演有李前宽、

曹其敬、张继刚、査明哲等，戏曲音乐家有朱绍

玉、何占豪、朱维英等，评论家有仲呈祥、董健、毛

时安、尹鸿等，舞台美术家有刘元声、刘杏林、高

广健等。

回忆 5年来的教学经历，联想起 5年前后的

忧患与欣喜，尚长荣用“心中满满的都是正能量”

表达了自己的激动之情。“举办研修班是一个代

际转换的战略性决策。”中国剧协副主席、全国戏

剧创作高端人才研修中心主任罗怀臻说。他非常

看重青年戏剧创作人才高级研修班对于未来中

国戏剧发展所发挥的推动作用，“此次青创会，将

见证一个时代的转换。戏剧创作的重心转移到这

些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身上，而交班给他们

的人，就是这批五六十年代的人。”

青年戏剧创作资源得到整合

青创会上，最振奋人心的莫过于各个研修班

学员交出的一份份优异的成绩单：青编班自2011

年结业以来，从中国艺术节到中国戏剧节，从全国

“五个一工程”奖到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从中

美戏剧研讨会到海峡两岸青年剧作家论坛，到处

都有青编班学员的作品。5年间30名正式学员和

30名旁听生，共创作剧作600多部，其中上演或发

表300多部，另外，还有100多部已经与有关院团

签署了合作协议，有的已经投入排练即将公演。曹

禺戏剧文学奖剧本奖共评选两届，10多部获奖作

品中，青编班占了5部，分别是陈涌泉的豫剧《朱

安女士》，罗周与吕育忠合作的京剧《将军道》，罗

周的锡剧《一盅缘》，余青峰的戏曲《青藤狂歌》，喻

荣军的话剧《老大》。可以说，这些剧本的出现，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全国戏剧创作“剧本荒”的被动局

面，同时也显示出青年剧作家整体实力的增长。青

导班自2012年办班以来，共导演了286部舞台作

品，获得182个奖项，其中，76个国家级大奖。青音

班自2013年来，由学员独立创作或参与、合作上

演、发表、设计、出版的作品 201 部，作曲涉及京

剧、越剧、昆曲、秦腔等30多个剧种……“精彩、辉

煌、感人、振奋”，罗怀臻用这8个字表达了对这些

学员们成绩的褒奖和肯定。

激活创作潜力、整合优势资源，这是 5 届研

修班的一大特色。以往，各个门类单打独斗，有时

候都要为寻找合适的团队而发愁，现在青年戏剧

创作、评论资源得到整合，各门类之间的联系得

到强化，艺术团队协作能力凸显。如豫剧《都市阳

光》，编剧是青编班的陈涌泉，导演是青导班的李

杰，舞美是青美班的刘科栋，第一篇评论是青评

班贺宝林撰写的；现代戏剧《林徽因的抗战》编剧

是青编班的罗周、导演是青导班的翁国生、作曲

是青音班的王啸冰、舞美是青美班的裘冰。这种

资源整合的趋势相信在未来会成为常态。

此外，“包分配”、“结对子”也是研修班的独

特之处。像青编班结业典礼时，30个学员有39家

院团要签人。青导班结业时，又把编剧班全部请

回，和导演班进行了两天的深入洽谈，结成了很

多对子。而到音乐班结业时，编剧班、导演班被再

度请回，三个班印成一个册子，向全国院团发布。

“长三角地区来了四十几家剧团，有要人的，有要

剧本的，还包括当场招标的，义乌有院团拿出年

薪60万元来引进一个编剧。”罗怀臻说。

戏剧艺术的可能性
远远超出我们既有的经验

“中国戏剧的未来是你们的。”青创会上，

青研班导师代表、导演王晓鹰为青年戏剧人描

绘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愿景。当初在设计研修班

的时候，大家煞费苦心，照顾到了戏剧的各个

环节。研修之前，参加的学员已经很优秀，但

是结业后，这些学员将组成为一个优秀的群

体。王晓鹰希望，青年戏剧人不要单纯为了群

体的欢聚而欢聚，为了某一个戏的合作而合

作，而是应该“有一种情结、一种责任、一种

担当”，“中国戏剧未来可能达到的高度、深

度，中国戏剧在世界上有多大的影响力，很大

程度上将在你们的努力付出中完成”。

结合自己多年的创作、观剧经验，王晓鹰认

为，“戏剧艺术的可能性远远超出我们既有的经

验。”他提醒青年戏剧人，对于我们现在一时难以

理解的、甚至不喜欢的东西，无论古今中外，都需

要学习，而且要秉持不轻视、不排斥、不拒绝、开

放的心态去学习、去创造。“中国现代戏剧是中国

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现代文化对于中国戏

剧的重要要求就是讲好中国故事，它所考验我们

的恰恰是原创力。”王晓鹰认为，讲好中国故事就

是要塑造好中国人，传达好中国情，体现好中国

哲思，运用好中国的舞台表达方式，尤其是注重

创造浸润在中国文化艺术传统中的神韵，同时又

充满着现代的和能与世界戏剧深入交流对话的

“中国式的舞台意象”，用中国式的舞台意象讲好

中国故事。同时，王晓鹰鼓励青年人要大胆去追

求心中的戏剧梦想。“戏剧能够提供给社会的不

仅仅是表面的呈现，而是以艺术的方式向人们传

递更为丰富、更为深刻，更有感染力和启发性的

精神信息，它能潜移默化地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产

生深远影响。”他希望，青年戏剧人今后能创作更

多关注灵魂的戏剧，以这样一种方式扩大我们当

下生命感受力的范围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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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诗《英雄核潜艇》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文工团演出，

在第十届全军文艺汇演中荣获“优秀剧目奖”和“导演、文学撰稿、舞蹈

编导、音乐创作、表演、舞美设计、灯光设计”等8个单项一等奖及7个表

演特别贡献奖，其震撼力量源自核潜艇官兵践行“平时核威慑、战时核

反击”的使命担当，也源于这支走向深蓝的部队，已经成为支撑起国家

安全的“国之利器”。

歌舞诗《英雄核潜艇》，是以海军某潜艇基地官兵的群体先进事迹

为基础，由“忠诚无言、深海铸剑、铁血柔情、雷霆出击”四个篇章及尾声

“英雄誓言”构成，通过核潜艇官兵无私奉献、勇于担当的英雄故事，呈

现出核潜艇“长航、深潜、导弹发射”等壮观场面，彰显了核潜艇部队“神

秘、铁血、阳刚、豪情”的风采，向世人揭示英雄核潜艇是一支潜航大洋

深处、爆发深海雷霆、彰显大国地位、支撑国家安全、承载复兴梦想、践

行强军使命的钢铁部队。

1954年 1月 21日，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下水，这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艘以核燃料作为动力的潜艇。随后，苏联、法国、英国也相继拥有了

自己的核潜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怎么办，中国何时能够拥有自己的

核潜艇？“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1958年6月底，毛泽东圈阅批

准了中国研制导弹核潜艇的报告，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科研项目

在中国大地秘密展开。

“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告别新婚妻子，来到荒凉的小岛，他和

同事们在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用算盘和计算尺演算成千上万个数据，

终于在1964年，研制出中国第一艘核潜艇；1970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

试航；1974年，中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交付海军使用；1981年，中国第

一艘导弹核潜艇顺利下水。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

家；黄旭华，也成为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深潜试验第一人。他今

天的梦，“还是核潜艇，希望核潜艇更上一层楼”。

无数的英雄铸就了中国核潜艇的丰碑。在歌舞诗《英雄核潜艇》中，再现了被誉为“水

下黄继光”的孟昭旭的英雄事迹，他在一次排除反应堆舱冷却系统故障中，超出规定时间

两倍多在核辐射中奋力抢险，以生命的代价保护了战友和核潜艇。当他45岁生命终止的

那一刻，惟一的愿望，就是让儿子孟龙长大后当一名核潜艇兵。

在《英雄核潜艇》中，“怕死不干核潜艇”这句誓言，正是这些肩负着国家战略使命的英

雄们的真实写照，他们在大洋深处用铮铮铁骨，顶起中国核潜艇的脊梁，也同样用这铮铮

铁骨，在每一次离开家门的那一刻，支撑和抚慰着父母妻儿，“你可以没有我，可中国不能

没有核潜艇！”一去千万里，忠孝难两全，无数次出航留下了无数封遗书，这些铁骨柔情的

“遗言”，一次次在核潜艇英雄们的心中默念，而英雄的家人们，一次次目送着向大海深处

走去的钢铁身影，也一次次祈盼着英雄们踏浪归来。

“海枯石烂等一个誓言，我就等待那一天，沧海桑田等一个预言，等爱把海填满，变成

美丽的家园，我们就不会再有那么咸的思念”，“这里暗藏杀机，早已锁定了目标，我们蓄势

待发，静候那一刻来到”，“大洋筑起钢铁长城，深海使命惟我担承，射雕引弓刺破苍穹，我

是雷霆，我是英雄的核潜艇”，这些亦歌亦诗的台词，勾勒出核潜艇官兵对家人的爱，描画

出他们工作的风险与奉献。

英雄核潜艇，在寂静的海底无声前行，却让世界从此对中国睁大了眼睛；英雄核潜艇，

在大洋的深处沉静下潜，却为世界和平的基石耸立起新的标杆。壮举是黄旭华、孟昭旭这

样丹心碧血的英雄完成，正如2013年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的黄旭华的颁奖词中所写：“时

代到处是惊涛骇浪，你埋下头，甘心做沉默的砥柱；一穷二白的年代，你挺起胸，成为国家

最大的财富。你的人生，正如深海中的潜艇，无声，但有无穷的力量。”

近90高龄的黄旭华说：“若有人问我们如何评价这一生，我们会说，此生没有虚度，我

们的这一生都奉献给国家、给核潜艇事业，我们此生无悔！”英雄无悔，誓言无声，但是，这

支核潜艇部队却是我国重要的海基战略防御力量，它是我国大国地位的象征，也是国家安

全的基石，因此，《英雄核潜艇》以艺术的形式带给我们的，既是对历史的回顾，也是对今朝

的写照，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由北京剧协、《新剧本》杂志联合主办

的喜剧《我不是保镖》专家研讨会日前在京

举行。该剧是北京歌剧舞剧院曲艺团为李

菁、何云伟定制的喜剧作品。剧中李菁饰演

的京剧演员李上进误打误撞当上了保镖，

而何云伟饰演的“何迷瞪”则是一个犯各种

迷糊的“劫匪”，他们无意中卷入一桩反贪

案中，上演了一出幽默悬疑并重的喜剧。与

以往众多喜剧作品不同，该剧没有一句网

络段子，而是凭借精巧的戏剧结构、曲艺与

戏剧的融合、令人捧腹的角色和剧情，让整

场演出笑声不断。

与会者认为，该剧围绕一桩暗访追查

贪官污吏的中心事件，将有正义感的舞台

艺人和江湖武林人纠葛在一起，以具有较

强传奇性、喜剧性和观赏性的表现内容，紧

贴当下正在进行的反腐倡廉，具有很强的

现实意义。在舞台呈现上，该剧没有重复老

套路，充分融合了唱念做打、身眼手法步等

戏曲元素，导演在演出节奏、与观众互动等

方面处理得较为流畅。而表演环节，两位相

声演员将自己的专业背景和特质融入剧

中，使传统的喜剧变得“另类”、“开放”，其

既有体验又有体现，既能参与角色又能间

离跳出的表演方式，也获得了与会者的肯

定。此外，与会者还就该剧如何进一步打

磨、完善提出了具体建议。

（徐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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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日前在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

三届乌镇戏剧节将于今年10月15日至24日在浙江

桐乡乌镇举办。本届戏剧节的主题为“承”，意指戏剧

历史在时间长河中的延续、一代代戏剧观念的更迭，

以及下一代对上一代经典的继承和创新。

乌镇戏剧节由陈向宏、赖声川、黄磊、孟京辉共

同发起，文化乌镇股份有限公司主办。据悉，戏剧家

彼得·布鲁克将担任本届乌镇戏剧节荣誉主席，孟京

辉担任艺术总监。据介绍，本届戏剧节在原有的国际

邀请、青年竞演、小镇对话、古镇嘉年华等构成单元

的基础上，新增了戏剧小课堂单元。戏剧小课堂的所

有学费收入将用于乌镇青年戏剧基金，作为青年竞

演奖金及作品孵化资金使用，以扶持帮助更多热爱

戏剧艺术的年轻人。

为给海内外戏剧爱好者提供更加酣畅淋漓的视

觉狂欢盛宴，本届戏剧节将继续增加国际特邀剧目数

量，剧目种类以及演出国家数量也将多于前两届。今年

的青年竞演单元除原有的最佳戏剧奖和最佳个人表现

奖外，还将增设“特别关注奖”。目前青年竞演单元正面

向世界各地青年舞台戏剧创作者公开征集候选剧目。

（王 觅）

第三届乌镇戏剧节
十月举办

话剧话剧《《老大老大》》锡剧锡剧《《一盅缘一盅缘》》


